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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has concluded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core factors ofattractingtargettourist 

market in rura1 tourism development iS”the three rura1 an d two 1oca1 features”。 The mistaken ideas in rura1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has been an alyzed and criticized。 At last the new though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epth has been bring forward，that is a good balance of distinctive feature between 

仃adition and innovati0n，a proactive market development idea，the adequate human associati0n between 

guests and hosts，the whole year product development。The article would be helpful to lead to a scientific an d 

healthier way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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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归纳提出了乡村旅游开发对客源市场 

的核心吸 I元素是“三乡二土”特色。针对 目前在乡村旅 

游开发和经营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理念误区加以分析和 

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 乡村旅游深层次开发新 

的思路：特色观念上的“守旧创新”；市场观念上的“主导 

市场”；人际交往观念上“主宾关系”；产品观念上“四季 

花开”。试以引导乡村旅游开发走向科学而健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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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在我国普遍兴起以来，学者对乡村旅游的概 

念、内容、特色、开发理念和流程等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研 

究【l】。理论上的众多歧见表明，我国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乡村旅游既有消费市场的强大推动，又有时代 

背景的根基理由，我国乡村旅游前景广阔，发展迅速。但 

是，大多数地区的乡村旅游都是自发而非自觉的发展起来 

的，既无市场调研，也无指导思想，更无科学规划和宏观管 

理掰。本文主要探讨各地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表现在理念上存 

在的一些误区，针对性地提出开发乡村旅游的新思路供大家 

讨论 ，借此就教于方家。 

1‘啵旧立新”开发理念的批判 

在我国，除台湾地区外，乡村旅游的兴起历史很短，各 

地发展更不平衡嘲。除北京、广东、上海、成都等地区开始 

把乡村旅游纳入到宏观规划和调控的政府行为之外州，大多 

数地区仍然处于自发成长的阶段。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很不 

平衡，出现了一些既违背科学规律，甚至基本观念与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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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消费市场背道而驰的现象。首先是 ‘破旧立新”的理念 

的影响比较突出。 

1．1‘破旧立新”的表现 

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行为中， ‘破1日立新”是指无视乡村 

既有资源的价值、资源元素的完整性和乡村天然环境的和 

谐，凭着主观臆断，生造一些新的事物。有的推倒农家院， 

新建别墅房，至少外墙要贴上白色的瓷砖。 <北京现代商 

报》的 《为京郊民俗游敲响警钟》一文中谈到乡村旅游 ‘开 

发”引起的灾难： “京郊民俗旅游在开发过程中，量与质、 

长远规划与短期利益等矛盾正逐步显现，部分景区大兴土 

木，盖洋房、造别墅，与景区整体环境格格不入；一些景点 

为提高 ‘现代化’水平，盲目上马滑梯、缆车等设施， ‘野 

味’尽失。”嘲有的在田坝院内修建 ‘街心花园”，甚至毁掉 

天然植被新建园林。更有甚者，把土地出让，让外来投资者 

新建农家乐。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满足城市游客的需求，适 

应旅游发展的需要。有经营农户很自豪地告诉笔者，你们城 

里能享受到的我们都有!这恰恰违背了乡村旅游开发的原 

则。因为这些新造的事物既无本土的依据，也无文化的根 

基，与城市游客 ‘探新求异”的心理恰恰背道而驰。 

1．2‘三乡二土“是乡村旅游的吸引元和开发的根基 

虽然有关乡村旅游的基本特色和内容，不同研究方向的 

学者有不同的概括与表述，提出了多种版本。本文认为，这 

些描述都没有抓住旅游开发的主导元素——吸引力的角度去 

概括。我们从乡村旅游吸引城市游客的核心元素的角度，把 

乡村旅游的特点概括为 “三乡”特色：乡野环境，乡风民 

俗，乡村生活。 ‘=土”特色：乡土特色，本土资源。 

”三乡“特色是站在城乡对比的角度，从生活环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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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生活状态的对比中概括出最能吸引城市游客的基本 

吸引元素。这是乡村旅游开发的 ‘根”。失去了这个 ‘根”， 

乡村旅游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竞争的基础。 “二土”特色 

是从空间对比的视角发掘一个具体的乡村旅游开发地区有别 

于任何其他地区的不同特点。所谓立足 。本 乡本土”的开发 

理念，方能体现一个地区的资源价值和竞争优势。 

所以，本文认为， ’三乡二土”特色是乡村开发旅游的 

吸引元，是乡村旅游开发成败的依据和基本条件，是乡村旅 

游资源特色的普遍内涵。 

郭焕成教授在接受 《北京现代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旅游业发展往往依存于当地独特的民俗风貌、文物古迹或自 

然山水，这些资源可以被视为旅游生产的 “生产资料”，一 

旦遭到破坏，正常的旅游生产就无法为继【51。刘军萍则将旅 

游资源保护、环境协调视为 “民俗旅游产业经营的生命线” 

【5】
。 因此，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和经营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 

和保护 “三乡二土”特色和农耕文化。说明 “守旧”是必要 

的也是必须的。 

张占耕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论述，殊途同归地与笔者的观 

点吻合。 。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交融的产业。不能费农 

造景 ，而必须以农为景。⋯⋯休闲农业是一种依托农业的 

“寄生”产业。⋯⋯开拓农业生态、观光的新价值应该成为 

开拓休闲农业的主要途径。⋯⋯破坏了耕地和环境，休闲 

农业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f41。” 

1．3 “守旧创新”观点的提出 

“守旧创新”是在充分尊重乡村历史、民族风俗，充分 

尊重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针对城市游客 

在物质消费和卫生习惯的要求，对乡村现状作适当的改良。 

对于城市人来说，乡村仅仅是他们的精神消费和享受之地， 

而非生存寄托之所。为此， “守旧创新”的 “旧”是指 “三 

乡二土”特色和农耕文化i ‘新”是指现代都市人所追求的 

生活物质条件以及由 三乡二土”特色衍生出来的，专为游 

客设计的体验性、参与性的旅游项目。所以， “守旧创新” 

可以解释为坚守 ‘三乡二土”特色，发扬农耕文化，在保持 

原有外观风貌、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 ‘填塞”一 

些新的，先进的设施设备以及管理理念。满足城市游客 “回 

归乡村”的精神文化享受和现代物质文明的需求。 

科林·比姆在谈到贵州的乡村旅游时说： ‘L．个地方的 

独特之处就是这个地方的主要财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 

护好这些财富。如果你们有山有河，那么让它们永远干干净 

净，绿油油的；如果你们有独特的建筑，那么就让它们永远 

保持古雅的模样；如果你们有独特的音乐、歌谣或舞蹈，那 

么就保护它们，并熏陶他人。总之，旅游是一个大产业，它 

的资源需要发掘和保护 ，可以允许旅游者亲自体验这些资 

源，但千万不能破坏这些资源”【6】。比姆用国际旅游的眼光， 

谈到了乡村旅游开发行为中的作为。山河不需要开发建设， 

但需要 ‘让 它们永远干干净净，绿油油的；”乡村的独特建 

筑，是老祖宗们传承下来的，可也需要 ‘让它们永远保持古 

雅的模样”。乡村中吸引人的 “三乡二土“资源，既不能通 

过全新的建设开发行为来生造，也不能以原样的简陋、破 

旧、肮脏、分散的原貌展示给游人，需要精心地发掘、保 

护、组织和培育。 

2 ‘市场主导”开发理念批判 

2．1‘市场主导”与 “主导市场” 

‘市场主导”是指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一种 

被动的生产方式 ，是普通产业开发生产遵循的普遍法则。因 

为，以盈利性组织为主体的投资开发行为，经济效益是唯一 

的驱动力。以 ‘市场为主导”确立目标消费市场，用以确定 

投资的方向、目标、内容、规模等，是常见的也是尊重市场 

规律的开发思路。 

而 “主导市场”是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是指让游客来适应 

乡村这个特殊的旅游目的地所提供的旅游产品 (这里的旅游 

产品是指广泛的旅游产品，他包括乡村特殊的文化氛围、提 

供服务的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无形的产品)。让特定的产品去 

引导消费，让消费者去主动适应产品。 

2．2 ’市场主导”观念与乡村旅游开发的 中突 

。市场主导”观念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冲突依据在于乡村 

旅游开发与一般产品的开发有本质上的区别，与一般旅游产 

品的开发也有差别。 

2．2．1旅游产品与一般产品的区别 ． 

首先，以特定的吸引物——旅游资源为生产元素的旅游 

产品，有别于一般产品，在于空间上的凝固性的特征。也就 

是说，旅游资源产生于具体的地理环境空间，凝固了历史与 

事件，积淀了文化。离开了具体的地理环境条件，历史就会 

被改写，资源的形态就会移位或变化，甚至被否定，就不会 

在此时此地出现现有旅游资源。没有三峡，就不会有白帝城 

和刘备托孤的历史。没有洪湖，就不会洪湖赤卫队的传奇。 

因此，旅游产品与普通产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会 

主动去适应市场，而要由消费市场去适应它。旅游产品不会 

象普通产品那样运输到消费者所在地，供消费者方便消费， 

而需要旅游者移动到产品所在地去消费。这就是旅游活动的 

移动性特征。 

其次，旅游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区别还在于旅游消费心理 

的 “求异性”特征。普通产品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的生产一 

旦定型，就会有同类同型产品大量的复制生产，以满足消费 

者趋同求尚 (时尚)的大量需求。一种新的服装款式一旦被 

市场接受，就很快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可旅游消费追求的时 

尚是求异，求异心理的旅游消费追求的是每一次的旅游都与 

以往的任何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这种产品的差异性的基本 

条件就是建立在地理空间的具体环境条件的千差万别。山有 

高低正侧，水有江河溪涧。 

当然，旅游消费也有时尚潮流和对时尚的追求，就像我 

国 8O年代以大众观光旅游为潮流，世纪之交 ，出现了以周 

末近郊休闲为新的时尚。乡村旅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 

来的。不远的将来，与世界发达国家一样，远程度假将成为 

新的时尚。那么，旅游产品的开发也需要顺应市场的形势 ， 

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去顺应市场。可这是从宏观层面提出 

的要求。从微观层面来讲，同样的时尚产品，旅游产品也追 

求具体产品的差异化，也要坚守独有资源吸弓I元素的不可替 

代性，不可动摇更不能破坏地脉文脉的生命源泉。就像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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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就不能代替青城的幽，虽然它们同样是山。 

2．2．2乡村旅游产品与一般旅游产品的差别 

乡村旅游地既是旅游者游玩的目的地，又是乡民们居 

住、生活和生产的地方。让 “乡村旅游”开发以满足都市游 

客需要为唯一目标，这将带来两个方向性的错误引导：其 

一

， 无限制地迁就游客，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和 “三乡二 

土”特色来满足游客的需要 ，将加快 ‘文化涵化”和商品化 

的进程，逐步消融了乡土和本土的特色，使乡村旅游失去生 

存的基础。如推倒旧民居修新宾馆 胡乱地引来与本土不搭 

界的表演团体。其二，无原则地纵容游客，让其在乡村为所 

欲为，忽视乡民的利益，造成乡民与游客的矛盾与>中突。像 

不经同意随意拉乡姑合影，恣意地踩踏乡民的菜地等等。 

吴定国在谈到贵州侗族音乐的流失时说道， ‘传统文化 

正在流失的一个原因在于，旅游村寨依附于迎接游客的演出 

需要，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 傲游文化’模式。由于一切服 

从于经济的原则和附和外族人截然不同的欣赏角度，侗族音 

乐将可能偏离发展方向，最终导致侗族特有传统音乐文化的 

逐步丧失”『61。 

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在谈到贵州的乡村旅游时说， 

贵州的乡村旅游在迅速发展，但一些早期开发的村寨，由于 

开发水平低，缺乏经验和有效的管理，随着游客的大量涌 

入，已迅速人工化和过度商业化，甚至流于庸俗化。而民族 

村寨一旦失去传统文化的真实与质朴，就会失去吸引力，从 

而走向衰败。旅游这棵 ‘摇钱树”如果培植不善，不仅不能 

为村民带来长远的利益，反而会给村寨带来令人遗憾的破坏 

旧
。 

2．3乡村旅游主张 主导市场” 

2．3．1旅游产品的固定性迫使消费者向产品移动 

如前文所述，旅游产品一个重要的特征是 “固定性”。 

即依据其文脉和地脉形成的产品特征在空间上是凝固的，不 

可移动的。一旦转移就会失去价值和魅力。象兵马踊可以选 

送一部分到国外去展览促销，但永远不能代替在其出土地方 

陕西临潼兵马踊坑成千上万兵马踊排列军阵展列时所展现的 

震撼力。所以，旅游产品不象普通产品一样，‘需要运送到消 

费者所在地方便他'fF)$i4费，游客只能移动到产品所在地去感 

受和体验旅游产品的魅力。这是乡村旅游开发主导市场的一 

个前提。 

2．3．2旅游消费心理的 ’球异性 ”决定了消费者出游的主动 

《读者》杂志曾经转载过一个叫池元莲的女士对旅游的 

感受文章。她认为，要真正体验到旅途的乐趣，游客只能暂 

时放弃自身的文化系统尽量去体会旅游地所特有的文化和魅 

力。她把它称为 ‘文化休克”现象。因此，旅游消费的探奇 

求异心理使旅游者为了真正体验到旅途中的乐趣，不畏山高 

路遥，不怕旅途劳顿，乐意主动出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最能 

够吸引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去。他们乐意主动的去接近它，适 

应它。旅游地的文化风貌与他们自己所熟知的文化风貌反差 

越大，他们越满足。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为生存而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的 

激烈竞争和为理想而钟情于自由自在的闲淡生活之间构成矛 

盾冲突。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 ‘我们闲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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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目的就是为了能悠闲。”【 而几千年来，大多数人是很难 

实现工作与休 闲，生存与生活的两相和谐 ，两全齐美。因 

此，使得城市人迫切地需要在定期与不定期地寻找疲惫身心 

的安抚之所。乡村旅游恰 llzl Bv．．,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城 

乡生活的强烈反差，尤其是那些尚保留着较为原初的牧歌式 

的乡村生活图景和氛围，正是现代都市人追求的目标。所 

以，乡村旅游活动的主体——主要来自城市的游客的 “求 

异”，就是寻求与日生活环境不同，内容不同，氛围不同的 

舒缓、天然、朴质的田园生活。为此他们一旦有了时间与机 

会，就会逃离城市，涌向乡村，过几天闲淡平和的生活。 

2．3．3乡村旅游的特殊性诱导着旅游者的行动 

乡村旅游 “三乡二土”特色所构成的特定的环境和氛 

围，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与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 

种反差恰恰适合现代都市人寻求悠闲、自由、放松、率真等 

的生活向往，成了城市人追求的时尚。 “一乡一风景，十里 

不同俗。”乡村旅游地域性、民俗性特征又构成了不同乡村 

的不同吸引力。游客也只有尽量去体会不同地区乡村旅游产 

品的不同个性，才能真正享受到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因 

此，乡村旅游地只要用心地发掘和组织好自身资源的独特价 

值，就会吸引游客前来消费。 

最近2O多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最快的时期，在这 

段时间里，一个非常鲜明的现象就是消费时尚的变化极快。 

每当意识到适应需求的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于市场潮流了。 

因此必须研究市场的前瞻性。而对市场前瞻在本质上就是引 

导潮流，通俗的说法就是主导市场。因为在市场主导的思想 

下，旅游开发商经过市场调查，收集资料，数据分析，专家 

分析，制定方案等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所设计出来的旅游产品 

很可能已不符合游客目前的需要了。这就是 ‘旅游信息滞 

后”。在中国目前的乡村旅游市场上，大多都是以家庭为单 

位的自主经营方式，如农家乐。由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价 

值观的分歧，导致了文化观察、文化理解上的偏差。不过让 

乡村人从自己的视野来理解自己的文化确实会 ”不识庐山真 

面目”，有些勉为其难 ，因为世世代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 

们永远停留在 ”生存”角度来理解乡村文化，而无法着眼于 

城市人的”休闲”角度。 

所以乡村旅游的开发和经营必须以 “三乡二土”特色和 

农耕文化为灵魂，开发一系列与之符合的旅游产品来引导潮 

流，引导消费，让旅客去追随她，去适应她，而不是让市场 

来主导乡村的旅游开发。如果是这样的话，必然会导致目的 

地的乡村文化被同化 ，从而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而最终被 

游客遗弃。所以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我'fl'l~l调主导市场的开发 

理念。 

3 ‘‘反客为主”人际观念批判 

3．1改 ‘反客为主”为 ‘I主宾关系”的理由 

本文反对在现代乡村旅游中游客 “反客为主”的现象， 

提出应该把他们发展成为一种 “主宾关系”主要是基于以下 

两点原因。 

村民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性。村民的身份首先来说是这 

片土地的主人，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休养生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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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片土地有一种十分微妙而特殊的感情，是这片土地的守 

护神，容不得任何一个人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和习俗。他们身 

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有一种无比的荣耀感和自豪感。其次 ，村 

民的身份才是服务接待者。他们的祖祖辈辈大多耕田织布为 

主，与外界的接触也很少，传授给他们的只是一些耕田织布 

的技术，他们也没有经过正规的服务培训，所以他们不懂得 

阿谀奉承，奴颜卑微，迎合游客，如果硬要把这些 “技能” 

强加于他们的话，搞不好会弄巧成拙。而在人际交往方面， 

他们所拥有的技能是邻里之间表里如一，以诚相待，和睦相 

处，所以他们也只能用这些技能来对待游客。 

中国优 良传统的体现。中国历来被称为 “礼仪之邦”， 

客方应该尊重主方的文化和习俗等。所以游客到乡村去旅 

游 ，就应该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把自己当作是到乡村来做 

客。在某些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原有的矜持和谦让，而不是把 

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上帝，对村民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藐 

视村民。这样就会让村民从心理上发生抵触的情绪，那么对 

游客的服务也将会是大打折扣的。乡村旅游是一场 “回老 

家”、 ‘钫亲”的活动，就应该是一种 “主宾关系”，双方都 

各自 “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而不 “篡位 ”，那么这次 

‘钫亲”活动就是一次成功而难忘的旅游。 

3．2建立 ”主宾关系”的途径 

乡村旅游中的人际关系只有两个主体，一是到乡村旅游 

的旅游者：二是暂时作为乡村旅游接待者的村民。乡村旅游 

要建立一种 “主宾关系”，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提高 

村民的 “主人”意识。村民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应该有一 

种自豪感，时刻充满着一种荣耀感，他们不是 “奴隶”，是 

主人，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转变罢了。在开发乡村旅游之 

前，田地只能长 “吃”长 ”穿”，但在开发乡村旅游之后， 

乡野大地处处是景点，田地里还能长 “乐”。而这 “乐”居 

然成了一种新 ’l产业”——乡村旅游业。乡村旅游的实质是 

以村民习见的田园风光及传统生活方式为载体，为城市游客 

提供休闲服务，增加乡村资源的附加值，为乡民开辟勤劳致富 

的新的出路，为乡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所以， 

通过培训教育，要让村民认识到，他们既是土地的主人，又 

是待宾的主人。要热情好客，殷勤好客，以礼相待。因为， 

游客不是普通的客人，是他们致富的门路，发家的财源。游 

客满意了，他们才会舒心 (赚钱了)，游客痛快了，他们才 

会愉快 (致富了)。所以，既要当好土地的主人——保护土 

地，维护传统，尊重民俗，更要做好待宾的主人。 

提高都市旅游者的 ‘宾客”意识。普遍认为大都市人比 

乡村人受教育的程度高，所以他们更应该明白事理，更应该 

发扬中华的传统美德，尊重当地的乡民和他们的习俗。不要 

以为自己高高在上，鄙视村民，对他们指手划脚。必须清楚 

的认识到，自己是到乡村来领略美好的风光和感受简单而朴 

实的人际关系的。自己就不要破坏这种氛围，把自己当作是 

来乡村做客的，应该遵守做客之道，以礼相待，知位守节。 

乡村旅游是一种思想情感的回归，是对乡村牧歌生活的模 

拟。主人宾客，彬彬有礼：主宾相偕，其乐融融。村民和都 

市旅游者双方在乡村旅游中彼此 ‘快乐”地受益。 

4 ‘‘_花独放”战略理念批判 

4．1‘。_花独放 ”是策略而非战略 

‘。_花独放”的特色只是在本乡本土比较而言的局限范 

围的比较特征，并不具备影响和吸引市场的垄断性的优势。 

也就是说，从旅游资源的概念讲，她并不具备 ‘特色”的价 

值。并不具有市场号召力。乡村对城市人的吸引力特色在于 

乡村本身，在于乡村那独具的环境、图景与场景构成的 ‘意 

境”。而非此地独有的奇异的 ‘风景”。这才是乡村旅游的特 

色本质。 ”一花独放”作为开展乡村旅游的当地政府制造轰 

动、扩大知名度、吸引上级和社会的关注是常见的手段。但 

它仅限于开发初期的宣传手段，而不应该是开发的指导思想 

和至上法宝。它只能是策略手段而不是战略思想。 

4．2’百花齐放 ”和 “四季花开 ”是目标 

“百花齐放”比喻的是乡村旅游内容的丰富性和形态的 

多元性。 “四季花开”比喻的是乡村旅游产品的连续性链 

条。这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方向。 

像象四川龙泉驿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在 “四季花 

开”的产品链条上，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搞了桃花节，桃子成 

熟以后又搞了采摘节，又对桃子进行一系列深加工，开发了 

桃的一系列产品。延长了龙泉驿乡村旅游的 “寿命”。还利 

用桃花的知名度， ”一花引来万花开”，增加不同季节的 

‘花色品种”，让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冬梅春桃夏菏秋菊。还 

根据 ‘桃花源里可耕田”的意境，延续到乡土人文旅游资源 

的开发。开发出了客家聚居村落、古建筑和古镇旅游的产 

品，真正延展了产品的内容，做到了 “四季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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